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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守護

文／翁梅婷〈高雄分會河溪小組志工，自然名 : 小蜜蜂〉
圖／余澤遠〈高雄分會河溪小組組長，自然名 : 海龜〉、翁梅婷

野溪之歌

水藍野溪

《詞：荒野高雄第一期河溪志工訓學員、李宗翰 ( 小胖老師 )
  曲：李宗翰（小胖老師）》

不會，我不會放棄，
我要讓野溪裡游滿蝦和魚，

沿著河流慢慢走，喔喔 ~ 多愜意 ~

繼續 ~ 繼續走下去，
探索保護直到我的心飛上天際，

藍天、白雲、楓紅、綠蔭 ~

用愛，守護這美麗，
用心，譜寫溫柔回憶 ......

 我們是保護野溪的小小巨人，
小小的夢想，一起大大努力，
我們是保護野溪的小小巨人，

勇敢張開手，水藍色的夢在搖曳 ~

 天然的溪流，有軟硬不同
質地，水流營力造出不同
的水域環境，淺灘、湍瀨
各有不同的生命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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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藍野溪」的歌詞是高雄分會第一期
河溪志工培訓時，由學員透過與溪

流對話共同創作之歌詞，每一位關心自然河溪的
夥伴，心中都有保護野溪的夢想，透過定期的踏
查交流，與河溪治理議題的關注，期盼減緩甚至
杜絕溪流生態因過度的工程而遭受破壞。

人類原本都是傍溪而生活，很多溪流都是關
乎食衣住行的母親之河，但隨著人口增加、工商
業的進步，人類開發的腳步不曾停歇，越來越多
的野地及砂石開發，讓原本定期氾濫而不適合耕
作或開發的河灘地，因為龐大的開發壓力而承受
不當整治工程的蹂躪；人類遊憩足跡深入山林，
大量的露營區或私人住宅緊鄰自然河溪，在極端
氣候的時代，豪雨後河岸崩塌、氾濫成災，人類
的不當開發造成生命財產損失，然而早期多數主
管機關秉持人定勝天觀念，而試圖用工程改變天
然的河道，將湍急的溪流框上三面水泥，棲地破
壞除了直接造成許多物種無家可歸，珍貴的溪水

無法下滲補充地下水，更直接影響淡水的可運用
量。

習慣生活於冷氣房裡的人們，與自然脈動斷
了連結，早已習慣與沒有生態的排水溝共存，而
多數排水溝也早已加蓋，眼雖不見，但問題仍存
在！河溪小組希望能透過一次次活動邀集民眾，
一起「看見」並且「重視」河溪治理問題，公民
透過荒野與生態顧問公司及公部門對話，目標是
讓工程減量，還溪於野。

『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 ...』這樣的
歌詞是不是很耳熟？其實大家居所附近應該都還
是可以找得到水的足跡，以我時常出沒的地方來
說，『龍巖冽泉』算是高雄頗負盛名的湧泉出泉
地，即便出泉區經過在地 NGO 團體長期監測並
沒有造成氾濫或淹水之疑慮，但工程能帶給地方
財源的思維仍深植於小區域執政者心理，幸好近
年來公民意識抬頭，除了保育團體長期觀察，市
民的關心訴諸媒體，龐大的輿論壓力仍可以稍稍

 高度高於一人身高的防沙壩，造成上下游斷流，不利生物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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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政策方向，雖然與『野』共生的距離仍有很
長一段路，但至少有了一個好的方向。

城市裡的環境問題容易被看見，而荒郊野外
更迫切被看到，您可以想像，在資訊公開之前，
一個流域由不同的單位管轄，有心監督的民眾需
要一一拜訪相關單位才能獲得工程資訊，但並非
每一條溪流都有在地組織或 NGO 團體關注，一
般過路旅人若真的發現問題，有心監督，亦無法
長期投入。而被整治的溪流可能僅是周邊僅一戶
人家提出整治需求，在監督系統及施作品質、治
理效益未被全面審視的情況下，浪費全民的納稅
不說，生態的破壞是不可逆的結果。

高雄河溪小組第二期志工的培訓邀請了長期
關心台灣生態的吳仁邦老師帶領踏查野溪工程，
仁邦老師所安排的台南龜丹溪現況切合地說明了
上述野溪治理的困境。從鐵谷宮廟為起點進入龜
丹溪，站在橋上可以看到上下游皆已施作治理
工程，上游的防砂壩每座高度皆超過友善生物建
議的 50 公分 2 倍以上，上游部分區段甚至超過 放眼望去連 _ 綿不斷的固床工，蓄積了土砂，豐水期期間造

成沖刷，枯水期造成伏流，表面無水可用

 龜丹溪下游河床中，用金屬外殼罩住的溫泉取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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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公分。這些工程設施的保全對象為台南市政
府所施作的溫泉取水站。龜丹溪為台南溫泉產業
重要的取水區，政府使用納稅人的錢建造取水設
備，提供了取水便利，卻也破壞了野溪景觀；人
們的選擇從自然野溪溫泉轉變成需額外付費的溫
泉旅館，雖然相較野溪溫泉變得較簡易親近了，
但這之間的利弊得失值得深思。雖然這些政策的
施行已造成不可逆的結果，仍需各界不斷的監督
與溝通。

過去各級河溪治理主管機關秉持著工程專
業，為住居生活需求規畫建造，以人為優先的治
理工程；長期下來不斷發現及證實，人只是在這
片土地上生活的一份子；治理手段不應只考量到
人類的使用便利，更需要也必要把人類賴以為生
的生態納入考量。

在各地荒野河溪小組與在地 NGO 及公民參
與的努力之下，公部門陸續成立生態檢核資訊專
區；目前農田水利署、林務局以及水保局在這兩
年相繼成立資訊公開平台，暫不論使用介面是否
友善，這已是公民參與、公私協力的一大步。以
近期踏查的龜丹溪整治為例，近期重新檢視過往

施作的工程構造物，在人身財產無虞為前提下，
是否有機會進行減量或拆除；在改善工程施作
前，公私部門不斷溝通討論，以河相學為本，適
度讓過去施作的人工構造物減量，之後持續觀察
記錄生態回復的狀況。未來期待更多的討論，納
入更多元的視角，讓野溪溫泉有更適切利用，並
以永續利用為目標加以保護。

高雄河溪小組自 2017 年成立以來，每月例
行河溪踏查，記錄溪流生態與情勢；依循著台東
河溪小組的步伐，透過主動拜訪，積極呼籲公部
門敞開心房，廣納公民、在地團體的意見；目前
高雄小組也由住居在美濃的生態學家陳柏豪老師
帶領，關注美濃區河溪治理工程，如東勢坑溪及
橫溝河段整治。

「不會，我不會放棄，我要讓野溪裡游滿
蝦和魚，沿著河流慢慢走，喔喔 ~ 多愜意 ~」，
「水藍野溪」在耳邊響起，您有多久沒到溪邊走
走了？無論過去已經有過多少破壞，請您不要絕
望，跟我們一起繼續走，不斷的紀錄與關注，是
「還溪於野」、「與野共生」的重要關鍵！

 美濃區東勢坑溪又高又陡的左右護岸，阻斷左右岸的移動


